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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人都希望健康长寿。但要达到健康长寿，就必须懂得科学养生；而要做到科学养生，就必须掌握科
学知识。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的精神、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就为人们追求健康长寿创造了条
件。因此，“未病先防”、“家庭保健”便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可见，这一新的健康理念是多么深
人人心。 日常生活中，许多年轻父母为了培养孩子，不惜一切代价去择校，那是为了求得一个高的教
育质量。 而为了给读者提供高品位的精神食粮，我们就必须让医学专家们来为大众直接讲解医学科普
知识。经过精心策划，我们在《中老年保健》创刊20周年之际，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由健康教育专家
洪昭光教授主编的丛书。 20年来，《中老年保健》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科普作品，深受
读者欢迎。它科学严谨的办刊精神，吸引了不少读者。 本系列丛书从《中老年保健》的专家谈保健、
健康话题、饮食与健康、运动与健康、自我保健、药物园地、保健品讲坛、心海方舟、健康咨询、潇
洒夕阳、居家保健等栏目中，优中择优，遴选精品。我们知道医学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交织在一起的科
学，它不仅包括了自然科学知识，也包含了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可谓博大精深。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追求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的飞速变化，生活节奏的不断加
快，使人们应接不暇，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有的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走出生活
保健的误区，如何面对日益变革的医疗进程，如何高效快捷地就医诊病，这些问题日益成为摆在人们
面前的大难题。本书是由有丰富经验的中西医专家写成的，它以通俗的语言，将宝贵的经验和先进科
普知识传递给中老年读者，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帮助，也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书精选了《中
老年保健》杂志2000～2005年出版的各期文章，经过再次的编辑整理，包括疾病防治、心理保健、养
生食疗与运动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为您的家庭保健提供了科学、实用的良方。

Page 2



《家庭保健直通车》

作者简介

洪昭光，1939年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1～1983年在美国芝加哥西北
大学医学院任访问学者。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长期担任北京安贞医
院干部保健及老年心内科主任。作品有：主编《实用高血压学》、《燕麦降脂研究》、

Page 3



《家庭保健直通车》

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篇 科学饮食  1.中国人需要一场膳食革命  2.从疯牛病和瘦肉精说起  3.食物营养的两面性  4.
厨房卫生安全大检查  5.说说膳食中的油脂  6.药补不如食补  7.科学补钙益健康  8.哪些疾病需要补钙?  9.
吃盐过多有害  10.碘与健康  11.不必害怕吃蛋黄  12.养生安神说莲子  13.浅谈鸡的医疗保健功效  14.大蒜
虽辣药用广  15.养阴清肺汤  16.从酸枣说起  17.警惕毒蘑菇中毒  18.多吃玉米保健康第二篇 健康投资  1.
中老年女性健康投资重点  2.中老年男性健康投资重点  3.绿色何时成就健康  4.拒绝肥胖  5.疲劳也是病 
6.关注过劳死——从陈逸飞辞世谈起  7.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8.定期体检注意啥  9.出门旅游健康第
一  10.积极反击健康“第一杀手”  11.妇女洁阴要注意什么?  12.绝经期的前前后后  13.关注：男性也有
更年期  14.他为什么在晨练时倒下  15.夏季防中暑  16.漫谈秋季养生  17.冬季话补益  18.天冷了，当心煤
气中毒  19.学学拔罐  20.走出当前保健中的常见误区  21.在家自测血压好处多  22.谨防家中“幽灵电波”
的危害第三篇 诊疗常识  1.学会捕捉重病早期信号  2.皮肤上斑斑点点表达的信息  3.看门诊述说病情10
要点  4.如何看急诊  5.生病后如何选医院  6.如何选科室和专业门诊  7.看门诊9个方面选医生  8.学会读懂
药品说明书  9.化验室里的一滴血  10.体检勿忘放射科检查  11.超声波检查您了解多少  12.常规体检时不
可忽视肛检  13.容易被误诊的“老年人甲亢”  14.“现代富贵病”——代谢综合征  15.“血液黏稠”可
能是什么病?  16.脾已切除为何还会“脾虚”  17.静脉输液安全8大备忘  18.认识疾病正确洁阴  19.几种阴
道炎的药物治疗  20.口腔治疗的绿色理念第四篇 延年益寿  1.健康地步入老年  2.创造积极健康老龄化  3.
如何改善老年智力  4.老年人，当您出现消瘦时  5.与中老年朋友谈夏季养生  6.长寿不可缺少性爱  7.让
慢性病老年人平安过冬  8.悄悄袭来的痛风病  9.从名演员突发心梗谈起  10.脑中风是怎样发生的  11.高血
压患者的锻炼方法  12.善待你的关节  13.牙齿的“8020'’  14.配一副适合自己的老花镜  15.小心青光眼在
不知不觉中侵害您  16.老年性痴呆重在预防  17.老年黄斑变性是怎么回事

Page 4



《家庭保健直通车》

章节摘录

书摘1．中国人需要一场膳食革命    王陇德(卫生部副部长)    近年来，我国居民膳食结构正在向一种不
合理、不健康的方向转化。对这一变化，如不及时予以纠正和引导，将会对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产生
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人当前的饮食习惯必须尽快来一场彻底的变革，恢复原有的健康的膳食结构，
增加身体必需的食物种类，把握好每日进食量与消耗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糖尿病、高血压、
冠心病等慢性病发生的基础，较大幅度地降低其发病率，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问  题    部分居民
膳食结构不科学    研究表明，我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估计人数分别为2个亿
和6000多万；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高达30．0％和12．3％，儿童肥胖率已达8．1％。与1992
年全国营养调查资料相比，成人超重率上升39％，肥胖率上升97％。    血脂异常患病率为18．6％，估
计现患人数为1．6亿，中、老年人相近，城乡差别不大。高血压患病率为18．8％，农村患病率上升迅
速，城乡差距已不明显。糖尿病患病率为2．6％，估计现患人数为2000多万，另有近2000万人空腹血
糖不正常。    缺铁是引致我国居民贫血的主要原因，平均贫血患病率为15．2％，2岁以内婴幼儿高
达24．2％，即平均4个婴幼儿中就有一个患贫血。我国3～12岁儿童维生素A缺乏率为9．3％。维生
素A缺乏可导致免疫系统损害，儿童多病，使儿童死亡率增高1／3。    以上健康问题的形成，膳食因
素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居民膳食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科学合理地把握
摄入食物的结构和数量。    在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城市居民的畜肉类及油脂消费过多，谷
类食物消费偏低。2002年每人每天油脂平均消费量由1992年的37克增加到44克，脂肪供能比达到35％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0％的上限；谷类食物供能比仅为47％，明显低于55％～65％的合理范围
。二是城乡居民钙、铁、维生素A等普遍摄入不足。如每人每天钙的平均摄人量为391毫克，仅相当于
推荐摄入量的4l％。三是城市居民蔬菜的摄入量明显减少，绝大多数居民仍没有形成经常进食水果的
习惯。城市居民每人每天蔬菜的摄入量由1992年的319克，降低至2002年的252克；2002年水果的每日人
均摄入量为45克，虽比1982年的37克略有增加，但人均每日仍不足一两。    在摄入食物的数量方面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大大超过身体每日代谢所需的热量，多余的热量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
起来，因而超重与肥胖的人数迅速增加。    影  响    导致我国慢性病患者逐年增加    要保持身体健康，
需要把握好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掌握好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加强体育锻炼，增加肌肉活动和体能消
耗固然是保健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然而不科学进食，也不可能保持身体健康。如多喝一罐可乐(335
毫升)，摄入热量约144千卡，相当于多吃一两馒头，可抵消40分钟散步所消耗的热量。当前影响我国
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一是缺乏锻炼，二是摄入热量过多。这里仅讨论有关膳食的问题。    大量科学
研究表明，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而摄入高热量食物
过多又是形成肥胖的基础因素。因此，摄人热量过多是以上慢性病的直接成因之一。当今的医疗技术
还无法彻底治愈这些慢性病，只能及早控制其危险因素，争取不患这些疾病。控制危险因素中，控制
热量过多摄入是一个重要方面。一旦患了这些疾病，控制疾病进展、防止伤残非常重要。而要控制疾
病进展，单靠医疗技术和药物效果有限，必须调整生活习惯，医疗措施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如糖尿
病患者不控制饮食，就不可能满意地控制血糖水平。这些疾病如不能很好地控制，晚期形成的并发症
和伤残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近年来，我国居民膳食结构正在向一种不合理、不健康的方向转化。
对这一变化，如不及时予以纠正和引导，将会对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另外，慢
性病还会对家庭的经济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国1997年糖尿病的直接医
疗费用为411亿美元，因其致残和死亡引起的间接费用为540亿美元；1998年用于肥胖及相关问题的直
接费用为992亿美元。专家估计，我国糖尿病人的年治疗费用约为4000元左右；根据慢性病的现治疗费
用及年均增幅测算，到2010年，我国慢性病的治疗费用将高达5880亿元。如此巨大的费用负担将会对
宏观经济的发展形成沉重的压力。因此，防控慢性病行动必须尽快启动。    对  策    科学饮食“八字方
针”：调整、维持、控制、增加    ●调整：调整进食顺序    近年来，中国人的膳食消费中悄然形成了
一种常规，那就是饭后吃水果。不论是宴会的上菜程序还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均是如此。这一习惯
，对于中国人的健康无疑是雪上加霜。当前影响群众健康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摄入热量过多。饭后
吃水果，往往是在吃饱或吃得过饱的基础上，再添加食物。因此，这部分的热量几乎全部被储存，从
而加重了超重和肥胖问题。    从水果本身的成分和身体消化吸收的特性分析，建议成年人最好在每顿
饭前吃水果(柿子等不宜在饭前吃的水果除外)。饭前吃水果，有很多好处。首先，水果中的许多成分
均是水溶性的，如维生素C以及可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的可溶性的植物纤维——果胶等。其消化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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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不需要复杂消化液的混合，可迅速通过胃进入小肠吸收。空腹时的吸收率要远高于吃饱后的吸收率
。因此，饭前吃水果有利于身体必需营养素的吸收。其次，饭前吃水果有利于健康饮食“八分饱”的
把握。水果是低热量食物，其平均热量仅为同等重量面食的1／4，同等猪肉等肉食的约1／10。先进食
低热量的食物，就比较容易把握总的摄入量。第三，许多水果本身容易被氧化、腐败，苹果和梨等切
削后很快变色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先吃水果可缩短其在胃中的停留时间，降低其氧化腐败程度，
减少可能对身体造成的不利影响。    儿童正处于长身体时期，部分妇女属于中医讲的“脾胃虚寒”体
质，不宜或不适应饭前吃水果。这部分人群可在两顿饭之间加食一次水果，而不要在饭后立即吃水果
。    ●维持：维持高纤维素摄入、维持食物多样化    高纤维素的摄人是中国传统饮食的一个明显特点
。这是一种非常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继续坚持。纤维素来自于植物，它不能被消化，也
不能被吸收，因此不含热量。    有关膳食营养与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的关系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碳水
化合物供能比例越高，人群超重及肥胖、糖尿病、高胆固醇的风险越低。但近10年来，我国城市居民
膳食中蔬菜的进食量持续下降，谷物的供能比也明显低于合理水平，这一不良趋势需要尽快地干预和
阻断。当前农村居民的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为61％，尚在合理范围，但也需要及早给以宣传教育和提醒
，免得重蹈城市居民之覆辙。    食物多样化是中国传统饮食的另一显著特点，非常符合保持健康的要
求。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提出的保持健康膳食因素的第一条就是食物多样化。一个吸收消化功能
正常的人，只要做到了食物多样化，就绝对不需要膳食增补剂或保健品等的补充。食物是身体必需营
养素的最好补充剂。与人造的或人工合成、提取的保健品相比，天然食物中的营养素的吸收，远优于
前者，所以中国人的经验总结叫“药补不如食补”。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还特别推荐植物性食物
的摄入，提出了“天天五蔬果”的口号，即每天争取吃够五种水果和五种蔬菜。这也是推进食物多样
化，维护身体健康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做到食物多样化的人群，可根据当地特点
，采用特殊人群营养增补剂或食品强化的办法解决营养素缺乏的问题。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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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要求日益提高。所以，今天的中老年人更加关
注身体的健康，更加迫切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延年益寿。    防患于未然——应是所有人的心愿。本书
是由有丰富经验的中西医专家写成的，它以通俗的语言，将宝贵的经验和先进科普知识传递给中老年
读者，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帮助，也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  中央保健局原
局长  耿德章    用最大众的口吻、最生动的方式，阐述最专业的知识，缩短医生和读者的距离，是《中
老年保健》杂志20年来传承的办刊宗旨。而从杂志中精选的这本书，更体现了这一独特的风格。    中
日友好医院院长  许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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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挂的是洪昭光的名字，结果写着洪昭光主编！里面的文章都是别人的署名文章，没看到洪教授常
见的睿智小贴士。感觉被欺骗了。很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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